
4 2024 年 9 月 13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常丽君 美术编辑 田晶娟 邮箱 clj@stdaily.com
广 告
ADVERTISEMENT

前 不 久 ，2024 年“ 走 出 杨 凌 看 示

范”再次启程，聚焦杨凌示范区“国家

队”使命、庆祝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校

90 周年，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农

业现代化、助推乡村产业发展，发掘出

新一批杨凌示范区和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以及区内科研院所在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实用技术输送产业一线的鲜活

案例。

由杨凌示范区联合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组织开展“走出杨凌看示范”20 年

间，先后总结出了一条条卓有成效的乡

村振兴的农业科技示范推广模式，描绘

出了一大批农业科学家，扎根田野乡

间，终日与黄土为伴，把论文写在祖国

大地上的专家群像。

盛夏时节，走进杨凌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教稼园内的后稷雕像巍然

耸立。相传，四千多年前，农业始祖后

稷在这片大地上“教民稼穑、树艺五

谷”，开启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先河。

作为我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27 年来，杨凌示范区积极构建独

具特色的农科示范推广体系，聚焦“大

学推广、产业链推广、农业科技培训、

科技特派员推广、展会推广”等多种模

式的示范推广体系，示范推广效应持

续扩大。

如今，放眼杨凌示范区内外，科技

赋能下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版

图上，一幅幅农业有干头，农村有看头，

农民有奔头的高分答卷徐徐展开。

多元发力向“新”提“质”，
筑牢“科技”底色

曾经选育出国审苹果品种瑞阳、瑞

雪、瑞香红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白水苹

果试验站，正在新变革中觅寻新机。白

水苹果试验站成立于 2005年，这里是白

水苹果产业发展的起点，也是产业发展

的科技源泉。

笔者驱车行驶在渭北黄土高原陕

西省渭南市白水县，透过车窗，在连片

的苹果园中发现，一些新建果园采用

宽行密植、栽杆立架、纺锤树形、起垄

覆膜的形式，与过去的传统栽培模式

大不相同。

近年来，试验站首席专家赵政阳教

授和 20 多名专家围绕旱地矮化苹果高

效栽培、绿色无公害苹果生产等重要产

业技术问题，开展试验研究和技术推

广。目前，渭南市矮化苹果栽培面积达

40 余万亩，其中，白水县推广矮化苹果

园面积达到 18万亩以上。

截至目前，试验站先后选育审定不

同熟期苹果新优品种 11 个。其中晚熟

品种 3个，中熟品种 5个，早熟品种 2个，

苹果专用授粉品种 1个，新品种的选育，

是白水试验站推动苹果产业向“新”而

行，加速崛起的系列例证。

试验站专家团队长期在生产一线

开展科研、示范、推广、培训等技术服务

工作，培养了一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

营的新农人队伍，这也是陕西苹果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陕西洛川县，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联 合 延 安 市 有 关 部 门 共 建 洛 川 苹

果试验站，形成多学科专家团队 30 余

人，开展科研及技术培训、示范推广

等工作。

洛川苹果试验站首席专家马锋旺

说，通过试验示范普及苹果抗逆品种和

抗逆调控技术，促使陕西苹果北扩了

200 公里。截至目前，洛川苹果试验站

已育成杂交后代 1万余个。通过一棵果

树，改变群众生活并非个例。如今的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千阳苹果试验站、眉县

猕猴桃试验站、合阳葡萄试验站……无

一不是杨凌示范区在“区校融合”下农

业科技成果的体现。

传统产业追“智”逐“新”，
释放“聚变”效应

时值盛夏，在陕西合阳县新池镇南

沟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葡萄生产基地，

成片的白色钢架大棚内，一行行葡萄藤

架整齐排开，翠绿的葡萄藤下挂满了成

串即将成熟的葡萄。

园区中建成智慧农业控制中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阳葡萄试验站张

宗勤教授说，这是一座高效智慧冷棚，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援建建设，配套有

自动卷膜机、迷雾系统、数据收集、显示

终端平台等十大系统。

走进葡萄种植基地内，随处可见的

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以及智能化卷

膜系统等科技设备的“葡萄管家”。“通

过手机上的 App 就可以对整个园区的

智能科技设备实行调节，随时随地监测

果园环境气候、土壤、病虫害等数据，及

时做好果园管理决策和灾害预防。”张

宗勤说。

这些被科技“武装”起来的葡萄色

味俱佳。通过科技设备管控棚内温度

和湿度、保证果实品质，确保葡萄的甜

度和口感。

2009 年至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合 阳 葡 萄 试 验 站 先 后 开 展 优 良 葡 萄

品种的引种和选育、开发配套栽培技

术及创建葡萄高效育种体系等工作，

培育了“媚丽”等新品种 3 个，引进示

范葡萄品种 80 个，通过“控产、更新、

提质、增效”为目标集成应用技术，示

范推广智慧农业产业化技术、葡萄园

调 亏 灌 溉 关 键 技 术 等 主 推 技 术 的 示

范，累计推广面积 160 余万亩，效

益愈 30 亿元。

这两天，在陕西米脂县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谷子新品种选育试

验示范基地的“米谷 1 号”“米谷 2

号”幼苗进入拔节期，地面选育长

势喜人。这是该品种进入第

二期 DUS（包括特异性、一致性、稳定

性）测试阶段，年底有望实现新品种的

国家登记。

2021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米脂

县合作共建米脂小米试验示范站，在新

品种的改良繁育、栽培管理、模式优化、

品质提升、人才培养、技术指导等方面

进行联合攻关。

“米谷 1 号”“米谷 2 号”是一种晚

熟 、优 质 、高 产 谷 子 品 系 。 2022 年 、

2023 年连续两年试验平均亩产 300 公

斤以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副教授

杨璞介绍，建站以来，已累计引进和示

范推广新品种和新技术 8 项，培训指导

基层农技骨干和农民 5000余人（次），示

范推广面积 5 万余亩，受益农户超过 1

万余户。

丰富的谷子新品系种质资源，成就

了米脂小米在全国的地位，在小米试验

示范站现代育种科技的助力下，越来越

多的优质种子走向市场。

多年来，杨凌示范区联合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农

作物育种方面选育了一批优良的动植

物新品种，为我国种业发展贡献着“杨

凌力量”。

“芯”链未来拓“新”求变，
厚植“培基”沃土

在宁夏灵武奶牛试验示范站，这里

聚集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奶牛现代生

物技术育种、高效繁殖、疫病防控、营养

与饲料科学等领域专家和研究生常驻

基地进行科研攻关和技术指导。

2022 年 10 月 23 日，“试管奶牛”在

灵武养殖基地出生，成功实现牧场条件

下的奶牛体外生产胚胎批量繁殖；

2022 年 11 月 8 日，性控胚胎“试管

奶牛”出生，标志着宁夏良种奶牛体外

胚胎生产和胚胎移植技术研究取得重

大突破；

2022 年 12月 30日，体细胞“克隆奶

牛”诞生，体细胞克隆技术在良种奶牛

培育中担当核心和关键角色。

这些是宁夏灵武市与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深入合作，开展奶牛良种快速

繁育技术研发实践的标志性成

果。

“‘出身好’是对奶牛品种的

要求，它会决定产奶的效率与品

质，也正是因为育种好，牛的遗

传品种才会好，产的奶才有可能

更好……”在这道必答题面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灵武奶牛试

验示范站专家团队选择群体中

高产长寿、抗逆性能优异的“超

级奶牛”采集耳缘组织，通过核

移植生产克隆胚胎并进行胚胎

移植，进而对高产长寿奶牛进行

“复制”，最终成为百吨明星牛群

的核心成员。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教 授 、

灵州奶牛科学院副院长王勇胜

说，目前，体细胞克隆胚胎项目

共移植了 120 头，成功实现完整

复制，克隆牛临床检查健康，体

型花色与体细胞供体奶牛完全

一 致 。 克 隆 胚 初 检 妊 娠 率 达

42% ，200 天 以 上 在 孕 率 达

17.5%。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

（专家）灵武工作站，该校兽医学

博士王炳科常年在此进行核心母牛快

速扩繁研究，培养出来的奶牛年产奶可

达 2万公斤左右。

“真正做到了把实验搬到生产一

线，把实验室建在牛场、把课堂设在牛

舍、把成果落地养殖园区。”王炳科说。

7 月 15 日，在甘肃合水县肖咀镇培

训室，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付明哲教

授正在为奶羊养殖户讲解奶羊疾病防

疫相关知识。现场 50 余名养殖户借此

机会解答自己养殖奶羊过程中的困惑，

不断地和专家交流“取经”。

2022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合水

县共建合水奶羊试验示范基地，重点解

决当地奶羊产业核心种源自给率不足、

羊源品质不优、泌乳量低下、养殖难题

等瓶颈问题。

合水奶羊试验示范基地首席专家

安小鹏介绍，专家团队采用现代化育种

新技术，主要将东弗里生奶绵羊的胚胎

移植到湖羊体内，培育适合本土养殖的

优质奶羊核心育种群，保障全县奶羊产

业高位推进。

“目前，试验基地共选育出 836只产

奶量超过 1000 公斤/只/年的高产核心

群。”安小鹏说。

示范推广作为合水奶羊试验示范

基地主要工作，示范主推的 6 项技术在

当地取得了显著成效。安小鹏说，特别

是示范推广可视化人工授精技术，情期

受胎率提高了 25%；奶山羊全混日粮饲

喂技术，产奶量提高了 10%—15%；奶羊

塑料暖棚养殖技术，羔羊成活率由 56%

提高到 90%以上。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按照国家有关

部门提出的农业特色产业“3+X”的总

体布局，探索建立了“核心示范、周边带

动、广泛辐射”的多元化农业科技示范

推广服务体系，探索形成了具有杨凌特

色的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数以千万计

的农民从中受益。

新质生产力田间“织网”，
做实“成色”文章

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育种专

家、民乐县杂交油菜制种示范基地技

术负责人韦世豪介绍，20 多年来，中心

利用自主研发的全程机械化制种技术

和化学诱导杀雄技术，在该基地常年

开展春油菜杂交种子生产，每年制种

面积都稳定在 1500 亩以上，生产种子

20 万公斤以上，可满足 80 万亩大田油

菜生产需求。

截至目前，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

心选育出的“鸿油 88”“秦油 558”“秦杂

油 7 号”“秦杂油 11”“秦杂油 101”“秦优

1806”等一批适宜于春油菜区生产推广

种植的高油、高产、优质杂交油菜新品

种通过产学研合作，加大成果转化力

度，累计推广 300多万亩，创造经济效益

2.4亿元。

为提高单产量，降低群众投入成

本，早在 2016 年，旬邑县联合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成立旬邑玉米试验示范基地，

以密品种、缓释肥、覆厚膜、机械化“四

大”技术为核心，构建玉米机械化种植

模式。

近年来，旬邑玉米试验基地主要针

对旱作区玉米种植中存在的障碍因素，

建立了玉米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

模式的试验示范，为大面积玉米增产提

供技术集成方案。

特 别 是 总 结 提 出 的 以“ 改 土 、改

品种、改生产方式”和绿色防控技术

为保障，创建密植高质量群体的“一

增三改一防”密植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模式，为陕西及西北玉米生产提供有

力技术支撑。

“2020—2023 年 全 省 累 计 推 广

1894.61 万亩，密度增加 329.69 株/亩，

每 亩 增 产 51.70 公 斤 ，累 计 增 产 10.54

亿公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旬

邑 玉 米 试 验 示 范 基 地 首 席 专 家 薛 吉

全说。

从 1934 到 2024，九秩教稼，回望历

史，一代代西农人始终扎根西部，一代

代农业科学家扎根黄土、心系民生、无

私奉献、淡泊名利，以老黄牛般的精神，

坚守“经国本、解民生、尚科学”的宗旨，

秉承“诚朴勇毅”的校训，把论文写在大

地上。

今 年 迎 来 27 岁 生 日 的 杨 凌 示 范

区，借助区内科研院所，已建成省部

级以上科研平台 126 个，累计获得省

部级以上奖励 490 项。7000 余名各类

科技人才工作在杨凌，为探索我国干

旱 半 干 旱 地 区 农 业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尽心尽力。

（耿苏强）
（图文及数据来源：杨凌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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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当下，，现代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势头犹如一场现代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势头犹如一场““竞速赛竞速赛””在杨凌示范区上演在杨凌示范区上演。。从先驱者到探索者从先驱者到探索者、、从从

试验田到示范区试验田到示范区，，过去的过去的 2727年年，，杨凌人用不懈的追求与积极的实践杨凌人用不懈的追求与积极的实践，，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

发展探索出了一条看得见发展探索出了一条看得见、、摸得着摸得着、、学得会学得会、、带得走的中国式现代农业发展的带得走的中国式现代农业发展的““杨凌模式杨凌模式”。”。

①西农大白水苹果试
验站首席专家赵政阳（前排

中）指导果农田间管理。
②西农大合阳葡萄试验站张宗

勤研究员（右）向果农介绍葡萄采收前
的管理要点。

③西农大合水奶羊试验示范基地首席专
家安小鹏查看优质奶羊核心育种群的生产水
平及健康状况。

④西农大旬邑玉米试验示范基地
首席专家薛吉全教授（左三）同西
农大学生一起查看密植高产高
效栽培技术下的玉米长势
情况。

⑥⑥

⑤西农大农学院副教授杨璞
（左）正在对小米新品种“米谷1号”
各项营养成分进行检测分析。

⑥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
心育种专家韦世豪（中）介绍化
学诱导杀雄技术在油菜制种应
用情况。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